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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教委官网公示了 8 名大学生拟跨省转学的

信息。这份拟跨省转学信息公示中，大多是北京本地学校的

学生向其他省份转学。整体上，转出学校的办学实力和办学

声誉好于转入学校的实力和声誉，其中一名录取分数为 700

分的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生，转学至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这样的操作被网友称为“逆向转学”。

清华大学学生转学“双非”院校的新闻事件引发舆论热

议，说到底这是在公众心目中，“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

传统观念受到了一次巨大冲击。假如，某生从“双非”院校转

至清华大学就读，那大家肯定不会是这种反应，应该都是一

脸“别人家的孩子”的羡慕。

不可否认，从学校的知名度和社会的认可度来看，清华

大学和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确不在同一个量级。但这位清

华本科生选择转学至“双非”院校，肯定有自己的原因，比如，

专业方面的考虑、个人家庭方面的原因等。无论是什么原

因，这个选择都值得我们理解尊重，因为鞋子是否合脚，只有

穿过鞋的人才知道。

该同学放弃清华大学，选择切合自己实际情况的一所高

校和专业，外界不应该给他增加压力。人生中有很多十字路

口需要我们去作抉择，没有人能百分百保证自己做的每一个

决定都绝对正确。对于一些对特定领域有浓厚兴趣的学生

而言，即使进入了顶尖高校，但因为专业选择等方面的原因，

可能无法获得充分的发展机会。我们应当允许容错和纠错，

而不是仅仅沉溺于名校光环。

这名清华大学本科生选择转学至“双非”院校，对于探讨

什么是教育的本质与价值，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和思考。高等

教育并非仅仅是为了追求名利和地位，而是关乎个人成长、

自我追求和人生价值的实现过程。在大学四年中，真正的学

习和成长来自于不断努力的过程。大学不是终点，而是新的

起点，大学录取通知书并非一劳永逸的通行证。在高等教育

阶段，学生的个人成长和发展并不仅仅依赖于学校名气和排

名，而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兴趣、专业选择以及未来的职业

规划。

对于高校和教育部门来说，这一事件也对高等教育的发

展给出一种启示，提出新的挑战。高校要重视自身的特色发

展，同时高校也要更加开放和包容。教育部门应当鼓励高校

之间打破教育资源壁垒，开展更广阔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共

享、流动与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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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高温津贴”，但却很少人知

道“低温津贴”。

从道理上讲，低温津贴和高温津贴同等

重要。低温天气下在外工作，对劳动者的挑

战和影响一点也不亚于高温天。夏天送的

是“清凉”，冬天送的是“温暖”，都是对一线

工作人员的关怀和爱护。这些津贴是劳动

者们应该享有的福利，是社会对劳动者该承

担的关爱。

低温津贴虽知名度不高，但确实存在。

在国家层面，2004 年施行的《最低工资规

定》，将“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

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写入

其中，并明确低温津贴不作为最低工资标准

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应另行支付。2013

年和 2015 年，我国先后把“冻伤”和“低温”

纳入《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和《职业病危害因

素分类目录》。

在地方层面，我国多个北方省市曾陆

续发布相关政策，明确当地低温补贴标

准。以吉林省为例，每年 1 月、2 月、12 月，

向连续作业 4 小时及以上的低温户外劳动

者，发放每月 200 元的低温津贴。哈尔滨

也明确规定，每年 12 月至次年 2 月期间，为

室外劳动者每月最低发放 200 元的低温津

贴。

虽然全国不少地方都有相关规定，但从

现实的反馈来看，低温津贴更多的像是一个

“躺”在政策文件上的“纸面福利”。在长春

街头，多名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建

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在接受采访时均表

示，没听说过低温津贴，也没拿到过低温津

贴。根据最近多家媒体在多地的采访和调

查显示：低温津贴“遇冷”是一个相对普遍现

象，并且是一个长期问题。

低温津贴难落实的原因有很多，客观

上讲，相比于低温，各地的高温情况都差不

多，很容易在全国层面形成统一标准，而低

温在各地的差异相对较大，大家对低温津

贴的感知存在不同。同时，关于低温津贴，

虽不乏政策依据，但具体政策相对不够细

化，且缺乏配套规定，更缺乏相应的惩戒约

束机制。劳动监察等部门的监管也不够到

位。

最近，我国很多地方遭遇多年罕见的寒

潮，低温津贴这个事项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不能再让低温津贴躺在政策文件上睡大

觉。希望借着低温津贴的具体细化、政策落

实和法治保障，让在低温环境中工作的劳动

者得到更多制度化的关注关爱，让他们的权

益得到充分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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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营造愉悦的游园氛围，保障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

未经许可不得在园区进行任何商业性摄影、录音、录像或直

播等活动。”最近，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发布了一则“温馨

提示”，要求游客不能在园区内进行直播。对此，网友们纷

纷表示支持，认为直播的人数太多，已经严重影响到游客正

常游览。

事实上，除了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不少大型乐园、主题

公园和景区景点，都对自媒体直播、商业拍摄等行为进行了

规范和约束。上海迪士尼乐园一直有禁止游客在园区内直

播的规定。而从去年 6 月份起，故宫博物院、颐和园、中国

国家博物馆、北京环球影城等著名场馆、景区都陆续发布新

规：未经批准，禁止商拍、自媒体直播等非参观活动。

近年来，随着自媒体的发展，网络直播、网红打卡出现

在各大景点、博物馆。他们装备齐全，往往占据优势观赏位

置，直播、带货、收礼物⋯⋯这些行为已经妨碍了正常的参

观秩序。很多游客认为，这样的直播阻挡视野、声音嘈杂，

影响自己的游览体验。而且，“长枪短炮”支撑起的直播和

商拍，一不注意就容易对文物、建筑产生破坏，带来无法弥

补的损害。

自媒体直播、商业拍摄等行为，表面上看起来与一般的

游览观光无异，但实质已经偏离了普通游客纯粹的拍照打

卡，本质上属于商业行为。其行为利用景区的特色建筑、文

化设施、自然及人文景观等作为背景素材，在网络上发布、

传播，获得了相应的流量收益。景区为保持自身商业运营

的神秘性和游览价值，对个人直播行为进行约束和限制，也

是基于社会大众利益的考量，以确保景区的服务质量，让旅

游回归它本来的意义。

相比于过去在景区乱涂乱画、乱扔垃圾等不文明旅游

行为，将景区当作私人网络直播的背景板，此等现象是新业

态下产生的不文明旅游形式。平心而论，一些知名度不高

的景区因为视频直播，突然爆火成为“网红景点”，其中也有

某些主播直播的功劳。也正因于此，一些景区对不文明直

播行为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相关直播失于管控，影

响了旅游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在直播时代，不仅在景区，任何人可能

都会遭遇直播的侵扰。如今，一些景区、园区及场馆面对商

业拍摄不再沉默，立下规矩，拒绝“麻烦制造者”，事实上也

是捍卫现代旅游文明应有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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